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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合肥市城乡建委副主任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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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

指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

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

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

格局。

我们却深知，此利国利民之

举，犹如陈年老酒越久越香，正如

植树造林一般，功在千秋……在

合肥迈向“大湖名城”之际，让我

们通过合肥市城乡建委副主任刘

斌叙述，倾听这座绿色城市的生

命脉动。

“绿色建筑”助飞“大湖名城”
记者：这对我们合肥的广大市民生

活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给我们

带来哪些实惠？

刘斌：对于广大市民来说，逐渐使

用太阳能资源，节省能耗开支，最终是

普通老百姓得到最大的实惠。促进可

再生能源相关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加

大在建筑领域的推广应用，是美好城

市和美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增加可再生能源领域工作岗位，

给市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降低传

统能源能耗使用，提高环境质量，人

们的生活更加舒适惬意。我们不仅

节约了开支，给自己创造着宜居的良

好环境，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的后代留

下了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生态

环境。

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十二五”以

来，合肥经济社会发展延续了“十一五”

期间又好又快的势头，实现了高起点开

局，特别是去年行政区划调整后，800平

方公里的巢湖划入合肥，合肥进入了

“环湖”发展的新时代。更好地完成建

筑领域可再生能源应用工作，无疑是以

“绿色建筑”助飞“大湖名城”，从而更好

地谋划城市未来发展定位，实现城湖共

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记者 徐涛/文 倪路/图

节能减排就像给房子“穿棉袄”

记者：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节能减排”的字眼时

常在耳边响起。这在建筑领域是如何体

现，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为我们介绍一下？

刘斌：用民用建筑举个例子。通过采用

外墙保温、双层玻璃外窗等新材料和技术，好比

给房子穿上了件特制的“棉袄”，目的是保温隔

热，减少冬天室内的热量向外扩散，夏天室外

热量向室内辐射，大幅降低室内外热量交

换，从而起到节能的作用，能够提高百姓居

住的舒适度，而且节能又省钱。

在我国建筑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

30％以上，而建筑中的供暖、空调、照明、

电 器 、热 水 等 耗 能 又 占 建 筑 能 耗 的

80％。以公用建筑为例，年人均电力消

费量为2130度，年人均用油量为240升，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为 27.3 公斤标准煤/

平方米，单位建筑面积用电量为55.5 度/

平方米……可想而知这给城市生态发展

带来的压力，由此不难理解建筑领域节能

减排的意义了。

连续6年专项检查均受通报表彰

记者：据了解，合肥市被列入全国首批

22 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之一，

而滨湖新区同年也被住建部批准为“国家

城市生态建设示范区”。对于这样的成果，

说明了什么？

刘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建筑节

能工作，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作为主管部

门，紧紧抢抓合肥作为国家科技创新型试

点城市的优势，多措并举、统筹推进，强力

开展了以建筑节能为重点的建设领域节

能减排工作。

我认为，这些肯定要得益于合肥市可

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规划目标的明确，思路

的清晰和执行的有力；一方面，合肥市过去

几年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等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连续6年在国家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的节能减排专项检查中

受到通报表彰；另一方面，国家加大了节能

减排的工作要求，从一栋建筑物的节能，上

升到一个区域的综合性节能减排；从单一

的建筑业上升到全社会的各个行业；从单

一的“建设”，上升到“建设、使用和管理”。

合肥市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方面做

了很多有益尝试，也积累了宝贵经验，相关

科研单位研发了新产品和新技术，为可再

生能源建筑应用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为了建设美好合肥，广大市民及社会群

体对可再生能源关注度增加，自觉共建意

识不断增强。而这也是我们相关工作者们

最值得欣慰的地方！

记者：能不能帮我们描绘一下，未来可

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发展蓝图？

刘斌：可再生能源因其可持续性、清

洁、环保，是现有能源的重要补充，也是

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世界许多国家制

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和战略目标。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就明确指

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

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

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

设新格局”。这是我们应当和必须深入学

习与贯彻的内容，对于建筑领域可再生能

源利用工作，乃至整个城市的节能减排工

作，这就是一个明确的目标。

到“十二五”期末，我市建筑领域将累

计形成年节能能力140万吨标煤，减排当

量二氧化碳341万吨的能力，其中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常规能源替代量14万吨标

煤；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面积占新建建筑

面积60%以上，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累计

装机容量80兆瓦，太阳能光热建筑应用面

积1500万平方米，地（水）热泵技术建筑应

用面积300万平方米；城市道路和景观照

明完成太阳能光伏和LED综合绿色照明节

能改造。

虽然这些目标更多是数据上的，但是

足以显示出合肥市委、市政府和建委对这

一方面工作所下决心。

深入贯彻十八大推动建设新格局


